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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西南宁 11 月 16 日电（记者 刘鹏
波） 川原浩荡，邕江澎湃。在“2024中国文学
盛典·骏马奖之夜”举办之际，11月16日上午，

“奔腾——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展”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盛大启幕。中国作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奕君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共同为特展揭幕。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李一鸣出席开幕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韩流主持开幕式。

张宏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和民族
工作。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民族
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
文化基因。强调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
文化支撑。文学作为人民心灵的灯塔和民族精
神的火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肩负重要使命。在我国民
族文学发展进程中，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
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在引领方向、推动创作、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宏森指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是习近平

文化思想提出一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节
点，在“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举办的热烈
氛围中，中国作协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共同推出了“奔腾——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特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广西作协、
广西民族博物馆全力投入、精心筹办下，第一次
以特展的方式系统整理、生动呈现了历届骏马
奖成果，回顾我国各民族作家用丰富多彩的文
学创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展示新时代
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就，彰显

各民族文学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
张宏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

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
使命。各民族作家要立足广袤祖国大地，树立
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建立总体性视野，从历史、
时代、人民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中华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中观照历史和现实，以优秀文学作
品回馈时代和人民。要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
情感相亲、互学互鉴，以优秀文学作品不断夯实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心基础，以更加坚定的

文化自信、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同人民一道拼
搏、与祖国一道前进，书写新时代的新史诗，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贡献文学力量。

陈奕君表示，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对增进历史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
有独特作用。骏马奖作为我国民族文学领域的
最高奖项，激励着广大民族文学爱好者以笔为
马，驰骋在文学的广阔天地，有力推动了民族文
学事业繁荣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此次在广西举办骏马奖特展，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对我国民族
文学创作发展史的深情回望。希望广西各民族
作家以此为契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继续讲好
各族儿女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故事，讲好新时
代壮美广西的故事。

广西作家光盘作为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代表在开幕式上发
言。他表示，能与全国各民族优秀作家一同走
进更广大群众的生活，一同接受更广大参观者
的审阅，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在这个‘奔腾年
代’里，人会一天天变老，但文学却永远年轻。
我们既要保持汗血宝马的冲劲闯劲，更要有像
广西德保矮马那样的脚力和耐力，潜心修炼、砥
砺前行。”

“奔腾——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特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五
个展区，通过作家手稿、采访笔记、相机、服饰、
图书等上百件珍贵实物资料和全新多媒体展
示，将民族文学工作、骏马奖发展史、文学桂军
成长史等展陈内容和观众的参与体验有效贯
通，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文学的
发展历程。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代表，中国作协各有关
单位部门负责人，全国各省区市文联作协负责同
志，各重点文学报刊负责人，广西作家代表以及
广西区直有关单位和高校的负责同志等。

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展厅内，一场文学的锦绣
画卷徐徐展开。

一踏入博物馆，浓厚的文化氛围扑面而来。
展厅内，灯光柔和而明亮，照亮着一件件文学展
品，也点亮了每一位参观者的心灵。这场以“奔
腾——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展”命名
的展览，以“奔腾”为主题，通过五个精心设计的展
区，全面立体地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民
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就、新成果。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展览的前言部分，简洁而
深刻地介绍了骏马奖的历史和意义。作为国家级
文学奖项，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自1981
年创办以来，已进行十三届评选，共计759部（篇）
作品、49位译者获奖。历届获奖作品书写大地和
大地上的人民，书写人民创造的新生活和新时
代，为繁荣民族文学创作、发展民族文学事业、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重要贡献。

绚丽展现本届骏马奖风采

走进第一展区，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作品的
详尽展陈出现在观众面前。25部作品的简介、作
者介绍，5位译者的介绍及其译著简介，以及所
有获奖者的获奖感言和捐赠的图书、手稿等，分
列在展厅两侧，迎接着观众的到来。

这是新时代民族文学的闪耀荣光。一部部佳
作在此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文
学画卷，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
诗歌、散文以及翻译6个类别，它们以独特的艺
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
的历史变迁、文化特色和人民生活，体现出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

作为本届骏马奖长篇小说奖获奖作品之一，
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阿娜河畔》以深情的笔触和
细腻的描写，展现了新疆茂盛农场建设中几代人的
奋斗历程和边疆建设的壮阔事业。阿舍表示，在新
疆塔里木河下游兵团团场，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
成长背景构成了她内在的生命经验、记忆、情感与思
考。“我相信，土地给予一个人的教诲和馈赠不可估
量，有一些生命密码如审美、语言、世界观……会以
生命基因的方式潜藏在一个人的文学创作中”。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或以宏大的叙事结构展
现历史变迁，或以细腻的情感描写触动人心，或以
独特的艺术风格彰显民族特色。每部作品都如同
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文学的天空熠熠生辉。

展览现场，人们还可以欣赏到获奖作品的精
彩片段、作家手稿、签名书籍以及与作品相关的
多媒体资料等。这些珍贵的展品在展示作家创作
过程的同时，也帮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作品背后
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在遥远的南宁看到自己的照片、图书和手
稿，感到特别激动。”站在作品《王三街》的汉文和
维吾尔文手稿面前，维吾尔族翻译家玉苏甫·艾
沙连声说“真好，真好……”

玉苏甫·艾沙说，新疆有千千万万优秀的翻译
家，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荣获骏马奖殊荣，感到
特别荣幸。这不仅是一份个人荣誉，更是对新疆翻
译同行们工作的肯定和鼓励，“文学翻译在各民族
文学交流过程中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今后我会
继续翻译更多优秀作品，奉献给全国读者”。

深情回顾民族文学事业丰硕成果

来到第二展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

工作与骏马奖的沿革，这一展区通过珍贵的照
片、手稿和文献资料，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
族政策的发展脉络和民族文学的辉煌历程。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标志着
社会主义文学的启航。大会明确提出要开展少数
民族文学艺术运动，促进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多方
面发展。这一政策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和支持。随后，《人民文学》杂志的创
刊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纳入其中，极大地鼓励
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从玛拉沁夫等人的呼吁
到中国作协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新中国
少数民族作家的首次聚会为中国作协在少数民
族地区成立作协、文联奠定了基础。

1980年，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
北京举行，决定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
即骏马奖的前身。这一举措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1年，《民族文
学》杂志创刊，成为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同年
4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84年定名
为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在京举
行开学典礼，来自13个省、市、自治区的33名民
族文学工作者参加了学习。继首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会议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又在1986年、1998年、2003年、2012
年、2019年联合召开了5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会议。会议强有力地引领和推动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少数民族作
家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共
同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理念。党的十八大以
来，新时代文学迸发出巨大活力，民族文学事业
取得长足进步。

“此次特展展陈的线索非常清晰，让我们深入
了解到我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和骏马奖的沿革。”凭
借诗集《空山寂》荣获本届骏马奖诗歌奖的佤族诗
人张伟锋认真观看了特展里的所有展陈，其中第二
展厅他看得尤为仔细。“很精简、很凝练，但也很丰
富、很系统。”张伟锋如此评价。

西藏作协主席、藏族作家吉米平阶也有类似

的观感。他认为，此次特展全面展现了我国民族
文学的发展轨迹，充分证明了我国民族政策和民
族文学工作的前瞻性和正确性。“在祖国这个大
家庭中，各民族作家携手成长，有着满满的幸福
感和归属感。”

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
曲》荣获本届骏马奖报告文学奖，该书以交响乐的
形式，全景式展现了西藏脱贫攻坚十年间的巨变
和成就。他表示，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
分子，其文化、文艺和文学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和重
视。在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
名单中，藏族作家和作品屡获殊荣。“从最初的几
位获奖者，到现在来自多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在
京的藏族作家，都有作品获得骏马奖，充分展现
了藏族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起步，到如今的繁
荣发展，中国的民族文学事业走过了一段不平凡
的历程。通过展示历届骏马奖获奖作品，观众得
以见证我国民族文学的欣欣向荣。

生动讲述新时代的民族文学故事

第三展区聚焦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民族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新时代新
征程，民族文学人才辈出，优秀作品大量涌现。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系列数据和图表。据统
计，1980年中国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为125
人，2009年为972人，2024年7月达到1824人，
占会员总数的11.3%，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中国
作协会员。这些数据直观地展示出新时代民族作
家队伍的壮大和作品数量的激增，也反映了国家
对民族文学事业的大力支持。

在此，观众可欣赏到新时代以来骏马奖获奖
作品（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的精彩片段和作家手
稿。这些作品以深刻的主题、精湛的艺术表现和
独特的民族风格，展现了新时代民族文学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让来到现场的观众感受到深厚的民
族情感和丰富的时代精神。

壮族作家李约热捐赠的笔记本——《大新县

脱贫攻坚工作遍访记录本》引起大家的关注。
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李约热在广西大新
县五山乡三合村任第一书记。他将驻村经历及长
期观察社会、体验生活的思考融入其中，创作的
中短篇小说集《人间消息》荣获第十二届骏马奖。

“这两年，我有三多：一是走路多，走遍了三合
村10个自然屯的每一条路；二是入户多，上千次入
户，记录了400多户家庭情况；三是拍照多，电脑里
存有2000多张与三合村有关的照片。”李约热写
道：“三合村的一切，既在电脑里，更在我心里。两年
扶贫的点点滴滴，最后凝成两个字——‘荣耀’。”

形象展示广西文学的成就与魅力

在广西这片热土上，文学的荣耀正以一种独
特的姿态绽放光彩。从壮族的《百鸟衣》到瑶族的
《驻村笔记》，从侗族的《破荒》到苗族的《逐
梦——湘西扶贫纪事》，广西作家用笔触记录下
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的心声。

作为我国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文
学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更是广西人民精
神生活的真实写照。“文学桂军”展区以广西文学
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为核心，集中展示了广西各民
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新时代广西文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作
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
登计划”入选作品中，不乏广西作家的身影。很多
广西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
赞誉，更是走出国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向世界
展示广西文学的独特魅力。

广西文学的骄傲，还在于其作家队伍的壮大
和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文学创作中
来，他们以新颖的视角和创新的手法，为广西文学
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不仅在题
材上更加多元，在表达上也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
和思考，使得广西文学更加富有时代感和生命力。

本届骏马奖获奖名单中，3部广西作家的作
品——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中短篇小说集
《上岭恋人》、诗集《落下来》榜上有名。展示柜里

特别展出了作家光盘在创作《烟雨漫漓江》的过程
中留下的实物：采访笔记、钢笔和相机……一件件
小物品，记录着《烟雨漫漓江》的漫长创作过程。

“我是一名瑶族作家，自小生活在瑶汉杂居
的村庄，大家一起耕田种地、建设家园，相处自然
融洽。30多岁时，我爱上写作，这些事物开始说
话，向我讲述一个村庄的喜怒哀乐与人们的命运
沉浮。那是我真正的根脉，也是我文学创作的原
乡。”光盘表示，此次展览的主题色调绿色象征草
原大地、自由活力，让人有一种想奔跑的冲动。通
过精心的策划，文学有了别样的呈现方式。

共享文学带来的心灵碰撞

从上垂下的丝线串起一张张书页，通过“织
布机”转化成屏幕上的实体书封面，这些书正是
历届骏马奖的获奖作品……在第二展区，不少观
众驻足在两架织布机形状的显示屏前，这一装置
象征着文化的编织和传承。点击屏幕上不同的书
封面，会相应随机生成放射式、中心式、组团式、同
心圆式的图案形式，这些图案蕴含着深刻的象征
意义，表达着对民族团结和美好未来的愿景，鼓励
人们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在共存中实现繁荣。

类似的巧思在此次特展中还有很多。为了增
强展览的互动性和观赏性，每个展厅都特别采用
多媒体与实物展品相结合的方式，让文学真正

“活”起来。观众可以通过电子屏幕观看历史文献
资料和获奖作品介绍，近距离感受到作家的创作
氛围和文学的魅力。

其中一个展厅被特别设计成环形多媒体区
域，循环播放第十三届骏马奖的宣传先导片和获
奖作品改编的影视剧片段，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
视听体验。这一设计巧妙地将文学与影像艺术相
结合，让观众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能通过
影像资料更直观地感受作品的艺术魅力。

在尾厅的“金句墙”前，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家
的精彩语句从天花板垂直“落下”，深深震撼着
观众。这些从获奖作品中精选而来的“金句”，代
表了作家们对人生、自然、社会的深刻思考和独
到见解，从中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文学作品所
蕴含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留言打卡墙也成为
特展中的一大亮点，吸引着众多参观者驻足。人
们争先恐后地在明信片上盖上带有骏马奖图案
的印章，以此作为一份特别的纪念。同时，他们
也会在墙上留下自己的感想，分享对特展的体验
和感悟。

“这次展览不仅让我对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更
深的认识，也让我对民族团结和文化多样性有了更
深的体会。”一位南宁当地读者告诉记者，此次展览
不仅详细介绍了作家及其作品，还为观众设置了互
动体验环节，既能增长知识又富有教育意义。看到
留言墙上其他参观者的留言，感受到大家对文学
有着同样的热爱，让她很受触动，“这种互动和分
享，让展览成为一次心灵的碰撞”。

就在记者发稿前夕，“奔腾——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展”入选了国家文物局与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网信办联合发布的“和
合中华 同心筑梦——革命文物精品展”巡展名
单。奔腾、壮阔的伟大时代，向民族文学的创新发
展敞开着无限广阔的天地。各民族作家们必将不
负新的文化使命，继续秉持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昂
扬的精神面貌，书写新时代的新史诗，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文学力量。

万马“奔腾”，铸就民族之魂
——记“奔腾——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特展”

□本报记者 刘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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